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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更为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各个阶层所关

注 , 不同地域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一样 , 不同经济条件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一样 , 不同学校之

间竞争不公平 , 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中存在的不均等。本文主要通过阐述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

的现状, 探讨当前西部高等教育公平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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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对策思考
○罗春燕1 常正霞2

( 1.2西北师范大学科技处 甘肃·兰州 730070)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提

高全民素质, 促进经济发展, 创建和谐社会具有积

极作用。我国西部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随着我国构建和谐

社会的提出, 西部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日渐突出, 越

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的主

要表现

教育机会均等主要强调个人的将来由其自身

的努力和能力决定, 不受与本人意志无关的门第、

人种、性别等属性左右 , 即社会各阶层的成员都有

同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 一) 地域偏差造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一

样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体

制 , 除去少数部属院校以外 , 绝大多数高校都由地

方政府管理。由于区域经济制约,西部地区高校规

模偏小, 高等学校数量明显较少。这种不均衡的布

局导致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 具体表现在

各地区高考录取分数线上。如复旦大学2002年在各

省市理科最高录取分数线为海南省748分, 而最低

录取分数线为上海市504分, 甘肃录取线为634分;

2003年在各省市理科最高录取分数线为广东省775

分, 而在上海市的录取线为502分, 甘肃录取线为

523分。① 北京大学2002年在各省市文科最高录取

分数线为广西805分 , 而在北京市的录取线为577

分, 甘肃录取线为587分; 北京大学2003年在各省市

文科最高录取分数线为广西810分, 而在北京市的

录取线为590分, 甘肃录取线为590分; ②北京大学

2004年在各省市文科最高录取分数线为海 南835

分, 而在北京市的录取线为596分, 甘肃录取线为

667分 ③。

( 二) 经济条件偏差使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

一样

高校收费制度的确立, 使受教育机会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 缴费上学使经济困难的

学生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 收取学费必须掌握一

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 否则不利于教育公平。据

调查,1999—2001年三年扩招期间 , 普通高等学校

经费增加了1.1倍, 其中学校自筹收入增加1.7倍, 而

学生学杂费增加达3.1倍, 学杂费已经达总经费的

25.6%, 占自筹经费的54%。 ④高等学校收费一般

达年生均4000- 8000元 , 远远高于西部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难以为教育提供经济保障( 表1) 。

表1 ⑤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和中、东部地区的比较〈200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国平均水平 2936.40 9421.6

北 京 6170.33 17116.46

湖 南 2837.76 9190.21

甘 肃 1852.22 7990.65

青 海 1957.65 7785.90

新 疆 2244.93 8201.82

内蒙古 2606.37 8488.13

宁 夏 2320.05 7748.53

陕 西 1866.52 8043.23

四 川 2518.93 8261.44

重 庆 2510.41 9910.09

云 南 1864.19 9546.29

贵 州 1721.55 7518.72

广 西 2305.22 9324.00

西 藏 1861.31 1039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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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考招生制度的区域差别, 使接受高等

教育的机会不一样

具体表现在招生名额上。我国实行统一高考制

度, 但全国各省市的录取名额不是按考生数比例

划分, 而同一套考卷各省市的录取分数线差距也

很大。这对分数线高的地区考生来讲是不公平的,

并直接导致了入学机会的不公平。例如:北京大学

2005年在北京市招理科200人, 而在西部的12个省、

市、区招生为: 陕西38人、甘肃12人、宁夏10人、新疆

18人、新疆民族生4人、新疆内地高中班2人、青海8

人、西藏2人、西藏内地高中班2人、四川57人、重庆

36人、云南20人、贵州18人、广西17人、内蒙古14人;

北京大学在北京市招文科113人, 而在西部的12个

省、市、区招生为: 陕西20人、甘肃10人、宁夏8人、新

疆8人、新疆内地高中班2人、青海8人、西藏2人、四

川29人、重庆20人、云南8人、贵州10人、广西10人、

内蒙古10人;清华大学在北京招理科350人 , 而西部

的陕西为52人、甘肃28人、宁夏18人、新疆27人、青

海18人、西藏6人、四川71人、重庆32人、云南32人、

贵州30人、广西40人、内蒙古45人;中国人民大学在

北京招生225人, 陕西58人、甘肃28人、宁夏17人、新

疆32人、青海21人、西藏3人、四川85人、重庆58人、

云南45人、贵州30人、广西38人、内蒙古40人。⑥

( 四) 大学分布不均, 揭示我国高等教育机会

均等中存在的不均等

一般情况下 , 重点大学在师资、经费等各方面

的条件都要优于一般的学校, 这就导致不同高校的

竞争起点是不平等的。重点院校凭借其师资、生源、

经费、仪器设备等各方面的优势 , 在与其它高校的

竞争中取得先机 , 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 而一般大

学经费投入少、生源质量相对较差 , 导致学生即使

有相同的入学机会, 但是在不同的学校中, 他们受

教育过程和取得的教育结果的差距是很大的。仅从

高校数量上看, 2003年, 全国有普通高校1410所, 西

部12省 ( 区 ) 市仅有339所 , 占全国高校总数的

24.04%; 2002年, 教育部公布的高校重点学科点名

单中, 全国有906个重点学科点, 西部仅有114个, 占

全国的12.58%; 2000年全国在校研究生近30万人,

西部地区只有3.9万。西部地区现有人口3.58亿, 占

全国总人口的28.3%, 显然二者不成比例。⑦

二、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的主

要原因

( 一) 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西部教育资源匮乏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失衡 , 使它们对本区域高

等教育资源投入方面也较差,比较发达的东部办学

条件明显就好于西部经济落后的地区; 社会并没有

赋予每个家庭或求学者以相等的购买教育服务的

能力,西部一些弱势家庭摆脱不了无力为子女购买

教育服务的困境, 尤其在当今高等教育学费逐年

提高的情况下, 使得他们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减少,并且一代一代形成恶性循环。

( 二) 高等教育资源空间配置差异使高等教育

资源分布不均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国家在政策上给予

一定的优惠,从而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科教文化的

发展,高校数量多、规模大、办学质量相对较高, 经

过多年的调整,高等教育结构趋于合理 ; 西部地区

高校数量少、规模小、效益低,高校人才流失严重,许

多学校办学条件差, 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解

决。而且随着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行,一批原中

央部属院校下放给地方管理。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的制约,取得高等院校管理权的地方政府却无力加

大资金投入, 这些高等院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设施都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从而造成了招

生量相应减少。另外, 西部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贫

乏也造成其基础教育的相对落后, 使得农村学生

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减少了。从这个角度

说 , 高等教育的入学不公平也受到基础教育资源

不均衡分布的影响。

( 三) 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存在着诸多不

合理因素

政府通过制定明确的统一规定来向学生收取

学费是一种合法的制度安排,但相对于我国人均收

入水平而言, 当前的高等教育收费标准明显过高

了。“谁受益, 谁出钱”,由个人承担部分高等教育培

养费已逐渐被社会理解和接受, 但高额收费又可

能使一些确有接受高等教育需要、又有接受高等教

育能力的人被拒之于门外。目前,我国普通高校本

科生的收费标准已近6000 元, 同时按照一般的城

镇生活水平测算, 一个大学生的年均生活费用也

约为5000 元, 这样一个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的年

负担约为1万余元。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

6280 元, 农村人均收入为2253 元。西部农村人均

收入远远低于我国农村人均收入。西部农村部分学

生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 由于无法筹集必要

的费用, 而放弃了深造机会的学生大有人在。

三、解决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

题的主要对策

专

题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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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要重视教育的立法和执法工作

教育法是确保教育公平的有力武器,教育立法

科学化是实现依法治教的基础和首要环节,才能保

障教育事业的发展、保障各个法律关注主体的合法

权益。同时,教育法能否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既取决

于教育执法制度的完善程度,又取决于教育法本身

所具有的完备性与可行性。各级政府要重视并推进

教育立法工作 , 加大教育法规的执行力度,要做到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从理论认识落

实到具体行动上,才能把加强法制建设推向一个新

的阶段。

( 二) 要缩小地区间的教育差距

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 , 国家应优先安排

中西部项目。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方面, 国家应适

当地调整相关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投

入力度。在适当划分重点院校与一般院校比例时,

应本着遵循效率优先, 不可有失公平的原则。保证

一般院校的教育质量和正常发展, 实现区域间的高

等教育公平。

( 三) 要健全高等教育入学平台

高等院校扩招以来,毛入学率从1999 年10.5%

提高到2004 年的19 %, 但高中阶段教育与高等教

育发展速度极不相称。“占全国总人口的60.9 %的

农村人口中, 高中在校生占全国高中在校生比例仅

为11.08 %; 而占全国总人口的39.1 %的城镇人口

中 , 高 中 在 校 生 却 占 全 国 中 在 校 生 比 例 达88.92

%。”显而易见, 农村高中在校生比例显著不足, 这

种不公平现象在贫困的西部地区的则更为甚之,西

部农村适龄青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更低,

进一步加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因此,

要健全西部地区学生公平享有高等教育入学权利

的教育平台 , 深化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

革, 夯实西部农村学生公平享有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的中学阶段教育平台。

( 四) 建立弱势群体补偿机制

针对西部弱势群体, 一方面要完善助学保障制

度, 政府对有困难的学生在政策上进行倾斜、财政

上进行适当的保障。另一方面, 加大助学贷款力度,

健全贷款机制,增加贷款形式。另外, 高校也应主动

采取各种帮困扶贫措施, 保证贫困生不因经费而辍

学或退学。如减免特困学生部分学费;提供更多的

勤工助学机会;校内公共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等

对贫困学生免费开放; 单独设立贫困学生资学金 ,

加大对成绩较好的贫困学生的奖励力度;采用灵活

的弹性学分制和间修制 , 学生可提前毕业提前就

业, 亦可分阶段完成学业。形成国家、学校、学生个

人三者均有利且易为学生及家庭接受的资助方式。

据相关报道, 中央财政将从彩票公益金中安排3亿

元资金, 用于资助中西部地区普通高中家庭困难学

生 , 这是我国首次资助高中贫困家庭学生,希望以

后有更大的资助力度。

( 五) 要取消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中一些不平等

政策

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的

相关政策。如在高校入学名额的分配的问题上, 国

家应制定合理政策,采取按省市参考人数确定录取

名额的办法, 使各省市录取率基本相近, 消除因考

生所在地域不同而带来的入学机会不公的现象。同

时, 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多样化, 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 增加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满足不

同类型和不同层次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实现高等

教育机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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